
24 少年邓小平

教学目标

  1.能用喜欢的方法认识本课生字,并能正确书写课后的字。

2.联系上下文或生活实际理解“活泼顽皮”、“敬畏”等词语,用

喜欢的词语说话。

3.默读课文,了解课文内容,体会少年邓小平的品质和特点。

教学重点

1.认写生字。

2.引导学生自读课文,了解少年邓小平的故事。在这个过程

中,激发学生产生喜爱少年邓小平的思想感情。

教学准备

教师:本课的生字、新词卡片和课文插图。

学生:收集邓小平的生平资料和相关故事。

教学时间

2课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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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过程

一、创设情境,引入新课

  1.课件播放歌曲《春天的故事》,展示邓小平画像。提问:歌中

唱的这位慈祥的老爷爷,你们知道是谁吗?

2.学生自由发言,交流自己课前收集的资料,再引出课文题目:

你想知道邓小平小时候的故事吗?

二、自学生字,初读课文

1.在学习之前,我们先来认识一群生字朋友,看看它们是谁,你

是怎么认识它的。

2.合作学习生字,交流识字方法。

(同桌互指互认,把难认的字多读几遍,容易记错的字给大伙儿

提个醒。老师巡视,注意策略渗透。)

3.教师:同学们学得不错,可这些生字朋友真顽皮,它们跑到了

我们的课文里,跟更多的朋友在一起。来,我们来看看还认不认识它

们。

4.学生自由读课文。

要求:(1)读准字音,读通句子。

(2)给课文每一段标上序号。

三、细读课文,质疑解惑

1.同学们,你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了课文,下面能告诉大家

邓小平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孩子吗? (要求用书上的词语。)

2.你最喜欢邓小平的什么? 为什么?

3.小组合作学习自己喜欢的部分。

4.汇报交流各小组的合作学习情况。

例:背诵课文。采用朗诵形式重点理解“死记硬背”和“理解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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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”等词句。

当小老师:采用表演形式,加深对课文的理解。

玩石乌龟:可采用讲、演、诵、角色对话等形式,围绕“勇敢”一词,

让学生勾画描写邓小平爬石乌龟的词句及小伙伴对此事的反应的词

句。特别是要抓住他们的神态、语言、动作加以体会。

5.再读课文,勾出自己喜欢的句子,然后说说少年邓小平为什

么会赢得小伙伴的尊敬。

四、指导书写,巩固识字

1.自由读生字,口头组词语,比一比谁组得多,组得正确。

2.抽生把自己认为难写的字给大家提个醒。教师注意指导书

写。(重点指导“巨”:注意笔顺;“惹”:注意摆布;“懂”:注意结构———

左右结构。)

3.完成课后书写作业。

4.学生相互评价。

附:板书设计

24 少年邓小平

聪  明          背  书

活泼顽皮          当小老师

勇  敢          玩石乌龟

(吴红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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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科学家的问题

教学目标

  1.借助拼音认识本课生字,会写课后的字。

2.能读懂课文,体会重点句子的意思。

3.正确、流利、有感情地朗读课文,明白凡事要多动手、多实践,

别盲目相信权威。

教学重点

学习生字词,理解句子意思,明白道理。

教学准备

教师:生字、词语卡片,杯子,金鱼

教学时间

2课时

教学过程

一、故事导入,质疑激趣

  1.同学们,想听故事吗? 老师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:有一天,一

位科学家来到一所学校,许多孩子都惊喜地围住了他,向他问了许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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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多的问题,这位科学家都做了回答,孩子们听了可崇拜他啦。这

时,科学家也向小朋友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。许多小朋友认为这个

问题很简单,于是都抢着回答,但都不正确。这时,有个聪明的小朋

友通过自己动手,终于得出了正确的答案。

2.设问:同学们,听了这个故事,你们想知道些什么呢?

二、认读字词,整体感知

1.同学们,你们想知道的问题呀,都在课文里呢。带着你们的

问号去读读课文吧,一边读一边勾画出不认识的生字,借助拼音读准

字音。

(学生读后,老师用课件出示勾画的生字让学生对照。)

2.请把你已经会认的字大声地读给同桌的小朋友听,或夸夸

他,或帮帮他。

3.我们一块儿来和生字娃娃打打招呼吧,注意读准每个字的

音。

(先带拼音读,再去掉拼音读,容易读错的多读几遍。)

4.小组合作学习。

由小组长带领组词,找形近字,用自己最喜欢的办法记住这些生

字。

5.教师:同学们都和生字娃娃交上了朋友了吗? 瞧,他们又回

到了课文里。没关系,有它们帮忙,我们读课文就更容易了。谁愿意

来试一试?

(抽读。)

6.小朋友们自由地轻声地读课文,看看自己能读懂些什么。

7.学生小组交流,全班汇报。

三、重点探究,品读体会

1.再读课文,思考科学家提出的是什么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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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抽读———评议———范读———齐读)

2.细读课文,课文中的小朋友们有些什么答案? 围绕“议论纷

纷”指导朗读,他们的答案是怎么得来的? 让学生联系第1段和课文

题目思考。

3.玛丽亚做了什么? 她为什么生气? (学生找出文中相关内

容,反复阅读后,老师再作提问。)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”的意思是什

么? (学生和老师可以亲自做一做。)

4.科学家为什么提这个问题?

反复读科学家说的话,讨论科学家在回答玛丽亚的问题时为什

么哈哈大笑。

5.玛丽亚明白了什么?

6.学了课文,你想到了什么?

四、总结,拓展

1.在生活中你看到、听到或经历过这样的事吗? 讲一讲。

2.读课文,抄写自己喜欢的词语或句子。

附:板书设计

科学家的问题

提出问题 →解决问题 →得出结论

(为什么) (动手试) (只有……才能)

(吴红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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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装满昆虫的口袋

教学目标

  1.认识本课生字,规范书写课后的字。

2.正确、流利、有感情地朗读课文。

3.体会法布尔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昆虫的迷恋。

教学重点

认写生字,读懂课文。

教学难点

体会法布尔热爱大自然,迷恋昆虫之情。从而激发学生热爱科

学,热爱大自然的感情。

教学准备

教师:课文插图,生字、词卡片,课件。

学生:了解中外著名科学家的小故事。

教学时间

2课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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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过程

一、谈话引入

  1.孩子们,你们的衣服口袋曾经装满过什么东西?

2.19世纪,法国有个小男孩和你们一样大,他的衣服口袋常常

装满了昆虫。后来,这个小男孩渐渐长大,他对昆虫的喜爱却一点没

有减少,凭着对昆虫的迷恋,他成为了著名的昆虫学家,写出了闻名

世界的著作《昆虫记》。他就是法布尔。

3.你们想了解法布尔小时候的故事吗? 我们今天就一起学习

一篇课文,这篇课文描写的就是法布尔小时候的故事。请齐读课文

题目。

二、自主识字

1.请小朋友们自由地读课文,勾画生字,同桌互读。

2.这些汉字娃娃,你们还认识吗? (出示生字,先抽读,再齐

读。)

三、合作学文

1.孩子们,课文就写了法布尔小时候的故事。请大家自读课

文,并标出课文的段落序号。一边读,一边想课文写了几件事,分别

是写的什么事。(学生回答后,老师要小结:课文写了法布尔小时候

的两个小故事,一个故事是写法布尔捉纺织娘,一个故事是写法布尔

捉小甲虫。)

2.我们了解了课文的大意,知道了法布尔对小虫子感兴趣。下

面我们齐读第1段,看看课文是怎样写的。

3.读了第1段,你知道了什么? (板书:浓厚的兴趣、强烈的好奇

心)

4.课文用两个小故事详细地描述了法布尔对小虫子有浓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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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趣和强烈的好奇心。你对哪个故事感兴趣呢? 选择一个你喜欢的

小故事读一读,把你读懂了的地方说给小伙伴们听一听,碰到不懂的

地方提出来和小伙伴们讨论讨论。

5.学生开始自读自学自悟。

6.同学都讨论得很热烈嘛! 哪些同学选择了法布尔捉纺织娘

的故事? 谁来读一读第2段? 请刚才学了第2段的同学,说说你们

知道了什么,懂了什么。以下是重点解决的知识点:

(1)出示句子:“妈妈,我在这儿呢! 瞧,我抓到了那只会唱歌的

虫子!”(法布尔在花园里等了三天,抓到这只虫子,多么兴奋呀! 来,

我们一起带着高兴的情绪读这句话。)

(2)出示蟋蟀图片。这是一只触角细长、全身翠绿的虫子,真漂

亮! 它还会唱歌呢! 来,让我们听听! 播放蟋蟀的叫声。好听吗?

如果你是法布尔,我是妈妈,此时此刻,你会怎么对我说? (有感情地

读好句子。)

7.从这件事情,可以看出法布尔对小虫子的兴趣怎样? (小结:

法布尔对小虫子有着浓厚的兴趣,强烈的好奇心。)

8.法布尔对纺织娘这样的小虫子有如此浓厚的兴趣,那么他对

其他的小昆虫有兴趣吗? 你从哪里知道的? 你能把相关的语句读给

我们听听吗? 其他同学可以补充。(抽读第3、4段。)刚才有的同学

已经学了这两段,请你们说说知道了什么,懂了什么。以下是需要重

点解决的知识点:

(1)出示插图,图文结合理解词语:一动不动,静静地观察。

(2)读法布尔捉小甲虫的句子,借助动作理解词语“小心翼翼”。

(3)读爸爸说的话,联系生活实际,理解词语“怒气冲冲”。分角

色读爸爸说的话,体会爸爸的严厉和对儿子深深的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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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读法布尔丢小甲虫时的句子。联系生活实际,理解词语“恋

恋不舍”。你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事物“恋恋不舍”过? 你能回忆当时

的心情吗?

(5)读法布尔对小甲虫说的话,展开想象,琢磨法布尔内心的不

舍和无奈。读好法布尔说的话。

9.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法布尔对小虫子的感情与别人有什么不

同? (小结:法布尔对小虫子有着浓厚的兴趣,强烈的好奇心。)

10.这两个小故事真是太精彩了,你们想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吗?

自己读一读第5段,就会知道。(板书:昆虫学家)

说话练习:因为        ,所以法布尔成为了著名的昆

虫学家。

四、延伸

法布尔正是凭着对昆虫的强烈兴趣和对自然科学的热爱,最后

成为了昆虫学家。今天,你学习了法布尔小时候迷恋昆虫的故事,那

么你们对什么有兴趣呢? 今后,你会怎么做呢?

五、指导书写

1.看一看,观察生字的字形,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提醒同学吗?

2.记一记,自己在桌上写写画画,记住生字的字形。

3.写一写,老师范写,学生描红。

4.比一比,评一评,展示学生作业,全班评价,再找出自己写得

不够好的字和喜欢的字练习。

·991·



附:板书设计

26 装满昆虫的口袋

浓厚的兴趣

强烈的好奇心

昆虫学家

(王昱舒 周齐展 周必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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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 歌唱二小放牛郎

教学目标

  1.学会本课生字,并能正确书写。

2.能感知“顺从”、“微笑”表达的意思。

3.了解王二小的英雄事迹,并能向他人讲述他的故事。

4.正确、流利、有感情地朗读课文,产生敬佩抗日英雄王二小和

憎恨日本侵略者的感情。

教学重点

1.认写生字。

2.引导学生感受语言的朴实,体会王二小机智勇敢和不怕牺牲

的伟大精神,激发他们对英雄的崇敬与怀念。

教学准备

生字卡片、教学挂图或课件;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的歌带或伴奏

带。

教学时间

2课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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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过程

一、播放歌曲导入新课

  1.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首歌,我们听听看! (播放歌

曲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)

2.关于这首歌,你听懂了什么? (随着学生的回答,随机板书课

文题目。)

3.出示资料。(抗日影片中有关敌人烧、杀、抢的片段。)

师述:王二小是抗日英雄。60多年前,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大规

模的侵华战争,日本鬼子所到之处,疯狂地实行残酷的烧光、杀光、抢

光的“三光”政策。日本鬼子毫无人性地奸淫杀掠无辜的老百姓。

他们的恶行激起了中国人的奋力反抗,连十几岁的少年儿童也

组织了抗日儿童团。王二小就是当时涌现出的抗日小英雄之一,他

的动人事迹早已传遍神州大地,这首歌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创作的。

今天,我们就一起学习第29课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。

(设计理念:激发学生学习兴趣,初步感知时代背景。激起学生

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。)

二、初读课文,自主学习生字

1.借助拼音,读通课文,做到:(课件出示学习要求)

(1)读准字音,读通句子。

(2)勾出生字词和小节号。

(3)运用学过的方法自学生字词,分小组交流识字的方法。选出

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,学会本课生字词。

2.自主、合作学习生字词。

3.检查自学情况。

(1)出示注音的生字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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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开火车认读。②你觉得哪些字不易读准? (生提出后,师即时

归类指导)边音:怜;平舌音:死、惨;后鼻音:乒、乓。

其实,我们和汉字娃娃交朋友,不但要记住它们的名字,还要认

清它们的样子。

(2)出示无音节的生字。

①你是用什么方法记的? 说到一种方法接着问。(还有哪些字

可用这种方法记?)

A.“乒乓”要注意什么? 还有哪些字要注意多一点,少一点?

(贪、怜、郎)

B.“敌”是怎么记的? 扩词。

②卡片出示生词,读到下列词时指导。

贪玩:用贪玩说一句话或联系生活实际说说自己怎样贪玩。

③我们读准了音,记住了形,能否写得漂漂亮亮呢?

指导书写:重点指导“惨”左右结构的笔顺规律。

4.抽生逐节读课文。(刚才,孩子们用各种方法学会了本课

的生词,你能把这些词放在课文里去读读吗?)

5.采取多种形式把课文读正确、流利。

①把你认为最不容易读好的小节读给我们听好吗? 为什么认为

难? (帮读)

②你最喜欢哪节? (为什么喜欢)抽读→评→谁敢挑战,比他读

得更好? (赛读)

(设计理念:总结多种学法,培养学生较强的识字能力,体现自

主、合作识字。)

三、默读课文,了解大意

学生默读课文,然后用自己的话讲一讲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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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学习课文,感悟体会

(一)学习第2、3节。

1.儿童团员王二小,以放牛为名,在山坡上给八路军放哨。看

见敌入扛着枪,来到了山口。请看大屏幕。(课件出示敌人来扫荡的

画面。)

2.此时王二小心里会怎么想? 生答:着急、担心……

3.指导朗读第2、3节,体会情况十分危急,王二小心里十分担心

着急,害怕敌人发现老乡和后方机关的心情。

(二)学习第4节。

1.二小被敌人抓住,给他们带路,二小此时心里会想些什么?

又是怎么做的呢?

2.从王二小的“顺从”你能体会到什么? 板书:机智、勇敢、不怕

牺牲。(生答:王二小机智、勇敢、不怕牺牲……)

3.指导朗读第4节。抽读———评价———齐读。(对呀,这是个多

么聪明、机智、勇敢的王二小呀,让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吧:齐读。)

(三)学习第5、6节。

上了当的敌人,恼羞成怒,露出了凶残的本性,把王二小……(生

说:杀死了)你从哪里知道的? (生回答:挑在枪尖、摔死、睡在冰冷的

山间……)

1.通过体会“挑在枪尖”、“摔死”等词,体会敌人的凶残,激起学

生对敌人的仇恨。

(1)抽生说说自己学了这两小节后的感受。

(2)指导读第5节:抽读———评价。

2.理解为什么“含着微笑”,体会王二小为他人的安全勇于献身

的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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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王二小已经牺牲了,他的脸上为什么还含着微笑?

(2)抽学生说。

(3)指导读第6节。(语速慢。)

3.齐读第5、6节。

(四)学习第7节。

1.引读。

过渡:是啊,秋风在落泪,村庄在哭泣,人们都含着眼泪传扬着王

二小的故事。孩子们,此时,你是怎样的心情?

2.学生反复朗读第7节。

3.假如王二小还活着,你想对他说点什么?

(五)齐读全文。

(设计理念:以读代讲,学生的有感情的朗读、自身的真切体会代

替老师的讲解。)

五、情感升华(唱二小)

师述:我们的王二小凭着他的机智、勇敢,用他年轻的生命换来

了干部和老乡的安全。他才十三岁,生命之花甚至还没来得及绽放。

60多年了呀,人们都还在歌唱他,让我们含着眼泪、怀着崇敬怀念的

心情,一起来歌唱我们的二小吧!

(设计理念:情感升华,学科整合。)

六、拓展

1.回家把故事有感情地讲给爸爸、妈妈听。

2.其实在抗日战争中,还有许许多多像王二小那样大无畏的革

命英雄。课后,试着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故事和资料。

(设计理念:学以致用,回归生活。)

(汪天英 周齐展 周必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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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夏日绝句

教学目标

  1.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,自主认写本课生字。

2.能正确、流利、有感情地朗读课文、背诵课文,感受古诗语言

的精练,喜欢读古诗。

教学重、难点

1.识字、写字。

2.朗读并背诵古诗,感受项羽宁死不屈的品质和诗人的爱国情

怀。

教学准备

1.本课的生字、词语卡片。

2.自读《四面楚歌》等成语故事,了解历史人物。

教学时间

1~2课时

教学过程

一、创设情景,揭示课文题目

  1.再现“四面楚歌”的悲壮情景,了解历史背景。

2.揭示课文题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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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合作学习,朗读古诗

1.鼓励孩子们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地读古诗。

2.同桌或小组相互纠正字音。

3.请生朗读、详读,教师相机指导。

4.自由质疑,感知古诗。

三、读中悟诗,讨论交流

1.学生自读古诗,交流:通过朗读你明白了些什么?

2.前两行可采用自由读,边读边体会诗意,抓住“人杰”、“鬼雄”

二词体会,体会诗句所表现出的豪迈之气,从而积累诗句。

3.学习后两句诗时,可结合课前收集的有关成语故事理解,在

反复朗读中理解诗句意思,感受项羽的悲壮之举,体会诗人强烈的爱

国情怀。

四、读出韵味,深入体会

1.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这首古诗,看谁读得最好。

2.配乐朗读,感受项羽宁死不屈的品质和诗人的爱国情怀。

3.齐读古诗,在朗读中感受诗的意境美和语言美。如“生”与

“死”相对,“人杰”与“鬼雄”相对。

4.有感情地背诵古诗。

五、指导书写

1.老师在田字格里示范写一遍生字,提醒学生注意笔顺笔画。

2.学生选出难写的字交流写好它们的办法。

3.学生练习写字,教师巡视并相机指导。

六、拓展延伸

1.把这首诗的意思讲给同学听。

2.课外收集诗人的词读一读,如《声声慢》等等。

(成建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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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语交际

夸夸我家里的人

教学目标

  1.围绕“夸夸我家里的人”这个话题,能打开思路,用流利的普

通话大胆地、有礼貌地向大家夸夸自己的家里人,表达对家里人的敬

佩之情。

2.能在交流中学会表达、学会倾听、学会欣赏、学会合作。

教学重点

鼓励孩子用自己富有个性的方式来夸夸家里的人,并把内容说

得清楚、具体,从而对孩子进行学会尊重、学会赞美的美好心态的教

育。

教学准备

准备所夸家里人的图片,收集了解家里人的工作、生活情况。

教学时间

1课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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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过程

一、谈话引出话题,激发兴趣

  (略)

二、观察插图,简单口述

1.看图画,谈谈图中的小朋友在做什么,讲讲图意。

2.分组谈谈自己的家里人。

三、交流选择,生生互动

1.自主确定夸的对象和内容,想想生活学习中,父母最让你难

忘的做法,如:当我成绩考好时、自己过生日时、生病时、取得进步时

……你的父母会怎么做? 全班交流。

2.你想夸夸谁的家里人? 为什么要夸他? 全班交流。

四、评选好家长活动

1.家长委员会将选出一批好家长进行表扬,该推选哪些父母

呢? 同学们分小组讨论一下。

2.全班交流、评选,要求说出道理。

3.选出的同学代表父母向大家表示感谢,其他同学学习向别人

祝贺。

五、向家长汇报

1.回到家里,你想怎么给自己家里人讲评选好家长这件事?

2.交流谁的谈话更有意思,夸夸善于与家里人沟通的孩子。

3.用歌颂父母的诗歌或歌曲结束,激发学生的爱之情。

(成建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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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累与运用(七)

教学目标

  1.在阅读中自主识字,巩固认识本单元的生字。

2.诵读儿歌、古诗,积累优美词句,感悟语言文字的优美。

3.能与同伴合作表演小品,感受小动物之间的友情。

教学准备

生字词卡片,电脑课件,小鸭、小猫、小狗等的头饰。

教学时间

1~2课时

教学过程

一、读一读,找出诗歌中的形近字

  1.学生自由读诗歌,要求读准字音。

2.再读儿歌,读悟结合:说说这首诗写了哪五种现象?

3.边读边勾,勾出诗中的五个形近字。比赛读,看谁读得又快

又准。

4.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辨别五个形近字的异同。

5.有感情地朗读。
·012·



二、你还认识我吗

1.出示词语,观察并发现它们的特点。

2.采用多种形式读,如:开火车、齐读、抢读、赛读等等。

3.提示:这些词语经常会用到,小朋友们要将它们牢牢记下来,

这样既巩固了知识,又积累了词语,多有意思。

4.试着用自己喜欢的词语说一句话。

三、读句子,选词填空

1.读一读,比一比: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一读,比一

比。

“进———近”、“慢———漫”的音、形、义的异同,并分别进行扩词比

较。

2.读一读,想一想:读所给的句子,想一想句子的意思。

3.读一读,填一填:根据句子的意思选词填空。

4.学生交流,教师总结。

四、写话

1.读题审题,激发兴趣。

2.师生交流。

师:暑假快到了,你打算怎样度过一个愉快而又充实的暑假呢?

请想一想,然后说给自己听一听。

3.生生交流。

鼓励学生将自己的打算跟同学们交流交流,同时提醒学生认真

倾听,并做出客观评价,教师相机指导。

4.读写结合。

鼓励学生将自己的打算写下来,写得清楚明白。

五、读读背背

1.学生自主练读,勾出难读或读不准的字后与同伴互相帮助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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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准确,读通顺这首诗。

2.推选好的学生教读,比一比,谁教得最好。

3.各种形式朗读,可试着说一说你读懂了些什么。

4.抽背。比一比,谁背得最流利。

六、读读玩玩,演一演

1.自由地读一读“小鸭找家”,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多读几遍。

2.交流:“小鸭找家”讲了一件什么事? 用自己的话说说。

3.在小组内分角色合作演一演,注意体会“找前”、“找中”、“找

后”的不同心情。

4.推选每个角色的代表在全班演一演。

5.学生自由组合再自编自演,评选最佳组合表演小组。

七、自主识字园地

1.轻声读短文,借助拼音认识五个字,并在四线格里给生字注

音。

2.再读短文,勾出不理解的词句,并用喜欢的方式理解交流。

3.美读欣赏,读中感悟并想象长白山的美景。

4.有感情地朗读。

(成建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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